
《长津湖》《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1950他们正年轻》等点燃大众的爱国热情与崇尚英雄的昂扬精神。 制图：李洁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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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贺信
值此仰韶文化发现和中

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

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

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

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

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

献的优良传统， 继续探索未

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

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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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局地零星小雨 温度:最低14℃ 最高20℃ 偏北风3-4级
明天短时小雨转阴天 温度:最低15℃ 最高20℃ 北到西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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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荩 刊第三版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进入天舟三号
航天员乘组还将开启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货物舱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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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懿 ）

“上海制造 ” 新近拿下了
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造船
订单。 记者昨天从中国船
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
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获
悉， 其联合中国船舶工业
贸易有限公司与加拿大塞
斯 潘 公 司 （ Seaspan

Corporation） 于近日完成
签约 ， 将为后者建造 10

艘 7000TEU （ 标 准 箱 ）

集装箱船 ， 这既使中国
船舶集团今年的民船海
工订单总金额突破 1000

亿元 ， 刷新历史纪录 ，

并稳居全球第一造船集
团的位置 ， 也使外高桥
造船手持该型船订单累
计达到 22 艘 ， 同样雄冠
全球。

此次签约的7000TEU

集装箱船， 由中国船舶集
团旗下上海船舶研究设计
院 设 计 ， 采 用 海 狮
（SEALION） 系列新一代
中型集装箱船型 ， 总长

272 米、 型宽 42.8 米、 结
构吃水 15 米， 采用 “S-

BOW” 线型 ， 配合低能
耗主机、 高效螺旋桨和全
悬挂扭曲舵， 极大优化了
油耗性能。 该型船舶满足
第三阶段能效设计指数
（ EEDI） 要求 ， 且满足

Tier Ⅲ排放标准 ， 安装
了脱硫装置， 是一型备受
市场青睐的高效 、 经济 、

绿色环保型集装箱船。

加拿大塞斯潘公司是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独立
船东和运营商， 面向世界
领先的集装箱班轮公司提
供长期租赁服务， 在不同
船型上多次引领集装箱船
潮流。 它目前拥有 201 艘
各类集装箱船， 其中包括

70 艘新造船 ， 合计运力
约 200 万 TEU。 外高桥
造船是我国第一家进入超
大型集装箱船建造领域的
船企， 本项目也是他们首
次与塞斯潘公司合作， 凸
显出业内主流船东对外高
桥造船乃至 “上海制造 ”

品牌的信任与认可， 也进
一步巩固了外高桥造船在
这一细分市场所处的领先
地位。

上海是中国船舶集团
的产业聚集重镇。 今年 8

月， 中国船舶集团与上海市政府签约， 将加大在沪发
展力度， 加快产业布局优化， 大力推进船海创新资源
在沪集聚， 努力提升船海产业发展能级以及产业链、

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助力上海城市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
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 强调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

习近平：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在仰韶文化发
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 中
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
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 100年来， 几代考古人筚
路蓝缕、 不懈努力， 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
现， 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 发展脉络、 灿烂
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为更好认识
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
作用。

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
命感和责任感， 发扬严谨求实、 艰苦奋斗、

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继续探索未知、 揭示
本源，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
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 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贺信全

文另发）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会17日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
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文物局、 河南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921年10月， 河南省
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 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
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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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观众期待怎样的主旋律战争题材影视剧？

《长津湖》《功勋 ·能文能武李延年》《1950他们正年轻》等一批
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密集推出，获得肯定的同时也引出话题———

近期， 一批优质主旋律战争影视剧密集
推出：《长津湖》的观影热度还在延续，其票房
已经突破44亿元；而热播剧《功勋》的首个单
元《能文能武李延年》凭“自来水”网友推荐连
上热搜；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则以老兵
口述回溯那段峥嵘岁月， 让不少观众主动为
其争取排片。 这些影视剧不仅点燃大众的爱
国热情与崇尚英雄的昂扬精神， 同样也在纵
横对比中， 引出这样一个话题———今天的观
众期待怎样的主旋律战争题材影视剧？

较《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拍摄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经典抗美援朝题材作品， 如今
的影视剧历经工业技术升级， 借助高新拍摄
设备与强大后期特效， 对于宏大战争场面的
展现能带给观众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体验，镜
头语汇也都有了更丰富的表达。在为“进步”

欣喜之余， 也必须看到作品的短板遗憾与观
众的更高期待：在尊重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
上， 我们能否摆脱好莱坞式 “超级英雄”套
路 ，充分展现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 ？在试图
融入商业片拍摄手法的同时，又该如何让革
命浪漫主义与大量写实的残酷战争场景实
现互相成就 ，而不是彼此割裂 ？要回答好这
些问题，既需要向自己的前辈学习———找到
经典何以跨越时代激励人心的密码，也就找
到树立 、传播文化自信的重要依傍 ；更重要
的是本着深沉的爱国情怀与对英雄的崇敬

之心锐意进取 、不断创新 ，透过文艺作品传
递出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

厚植正确历史价值观，讲
清楚“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我女儿问我，为什么我要去打仗。 这场
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我们出

生入死，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打仗。 ”影片《长津
湖》中，七连指导员梅生的一席话在影院催
泪无数。这段再简洁平实不过的台词，不仅道
出梅生在退伍之际选择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的
崇高精神，更是用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向 70多
年后、身处和平年代的当代观众，讲清楚志愿
军“为何而战”的问题，揭示出志愿军打响这场
战争的绝对正义性。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蝉联全市第一！千万级投入撬动千亿级产出
徐汇区规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逾千亿元，同比增幅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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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超级英雄”叙事
逻辑，道出“小米加步枪”何
以战胜“飞机大炮”的关键

转版导读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今在沪开幕
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意义

以“中国共产党 ·中国 ·世界”为主题

本报讯 （记者杨逸淇）中国共产党创
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世界”为主题
的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10 月 18 日至 19

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由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联合承办。

本届论坛包括全体大会和 5 个平行分

论坛。近 150 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国际组织负
责人、部分国家前政要、国际知名智库负责
人、知名中国学领域研究专家学者将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及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探讨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历程及其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
的意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
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社会
科学院、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

负责的 5 个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中国的现
代化道路”“中国实践与全球治理”“中国‘十
四五’ 规划与世界经济复苏”“多彩的文明
共同的命运”和“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 此
外，论坛还将公布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获奖名单。

世界中国学论坛是一个高层次、 全方
位、开放性的学术论坛。 论坛旨在为海内外
中国研究界提供对话渠道和交流平台 ，反

映中国研究的动态与趋势，鼓励观点创新，

推动学派共荣， 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
解， 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学术共同
体。 截至 2019 年底，共有中外专家 2600 余
人次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 其中近半数为
海外代表， 覆盖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 17 年的发展，世界中国学论坛已成为
中国研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家级
平台。


